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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識分枝桿菌感染及居家照護 
 

一、 前言 

    結核病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傳染病之一，在醫師和

公共衛生系統的努力之下，傳染性結核病的發病率已

逐漸下降。但同屬分枝桿菌屬(Mycobacterium)的非結

核分枝桿菌(non-tuberculous mycobacteria,簡稱 NTM)

在世界各地所造成的疾病盛行率卻有增加的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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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非結核分枝桿菌介紹 

        

    分枝桿菌可分結核菌群、非結核分枝桿菌、痲瘋

分枝桿菌。非結核分枝桿菌是一群存在於自然環境、

水源和土壤中的微生物，約莫有兩百種菌種分型，會

通過呼吸道、胃腸道、皮膚等途徑，在人體內形成無

症狀的移生或是具活動性的感染，不同菌種分型所造

成的身體破壞程度不同；此菌不具傳染性，不會有人

傳人現象。 

三、 好發族群 

(一)肺部有結構變異，例如支氣管擴張症、肺阻塞、 

    肺癌等。 

(二)全身免疫力下降，包括使用類固醇、生物製劑、 

    化學治療、抗排斥藥物及愛滋病毒感染病人等。 

 



四、臨床表現與症狀 

    常見感染侷限在肺部，在免疫力低下或有自體抗

體的病人，才容易造成其他器官的感染，包括淋巴腺

炎、皮膚及軟組織感染、骨骼肌肉感染。 

(一)肺部感染 

    在肺部的感染症狀會因病人本身的情形和共   

病症而有影響，通常是慢性且長期的，症狀會有咳嗽

(可能有痰或沒有痰)、虛弱疲憊、發燒、夜間盜汗、

食慾差、體重減輕等症狀，若非結核分枝桿菌感染肺

部，長期慢性發炎的影響下，肺部在咳嗽刺激下會有

咳血痰情形。 

(二)淋巴腺炎 

    在頸部或鼠蹊單側至數個淋巴結腫大，進而產生

表皮廔管。 

(三)皮膚軟組織及骨髓發炎 

    皮膚軟組織骨骼感染大多是藉由汙染傷口或穿刺

傷進入體內，會有局部化膿、肌腱韌帶發炎及骨髓炎、

傷口感染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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骨髓炎 發燒、盜汗 

五、治療及檢查 

    疾病的診斷及治療相對複雜，醫師評估病人需要

進行下列檢查安排及追蹤治療成效: 

(一)合併使用多種抗生素進行治療。 

(二)皮膚軟組織及骨髓發炎可能需依感染情形合併外 

    科手術進行清創。 

(三)常見檢查 

  1.血液檢驗。 

  2.痰液及其他檢體進行非結核分枝桿菌檢驗及培     

養。 

  3.放射影像檢查，如胸部 X光、電腦斷層。 



 
 

 

 

 

六、居家照護事項 

(一)咳痰訓練及呼吸運動 

  清除支氣管中的黏液，減少黏液淤積導致支氣管 

發炎反應加重。 

    1.運用咳嗽技巧 

   (1)身體向前彎，手放腹部上，深吸氣至腹部鼓起。 

   (2)每吸一次咳嗽兩次，第二次為主咳。連續執行 

     三回。  

   (3)咳嗽時腹部肌肉一定要收縮，咳嗽之前，頭部 

     擺正且低頭，咳聲需低且沉，有助於痰液容易 

     咳出。 

 2.提高水份及蒸氣吸入 

   (1)每天攝取 2000~3000c.c.的水分，降 

     低分泌物黏稠度。 



   (2)可以蒸氣或霧氣治療，以利痰液咳出。 

  3.配合正確拍痰技術 

     (1)拍背可於飯前 1 小時或飯後 2 小時執行，不 

       要敲打肩膀、脊椎、腰側(腎臟)。 

     (2)拍背可以使用拍痰杯或參照下面步驟一、二 

       執行: 

 

 

4.呼吸運動 

(1)腹式呼吸 

      吸氣時，將手放於腹部，由鼻子緩慢吸氣，   

  吸到飽，吸氣時腹部膨出。吐氣時，噘起您的 

  嘴唇，使成圓唇狀，由噘起的嘴巴緩慢的將氣 

  完全吐出腹部收縮。慢慢吐氣使吐氣時間為吸 

  氣時間的 2~3 倍。 



 

5.咳血處理 

    在咳嗽刺激下，出現輕度的咳血，請維持情緒

冷靜，保持呼吸道通暢、避免激烈動作，處方一般

會給予止血藥和止咳藥物。若發生嚴重咳血（24小

時內出血量超過 300~600 毫升），則建議前往急診

就醫。 

(二)運動訓練 

     

  可藉由騎自行車、跑步機、步行、游泳，改善呼

吸困難、疲勞等症狀，提高運動能力，改進健康相關

生活品質。 



(三)營養照護 

  1.均衡攝取六大類食物，包括全穀雜糧類、豆魚蛋 

肉類、蔬菜類、水果類、奶類和油脂。 

  2.攝取適當的熱量，如何得知是否適當，可以固定

時間測量體重，若體重過輕、體重流失可轉介至

營養門診與營養師一同討論，訂定適合個人飲食

計畫。建議維持理想體重，建議以身體質量指數

(Body Mass Index, BMI)衡量，計算公式是體重（公

斤）除以身高（公尺）的平方，指數介於 18.5 至

23.9 為目標。 

(四)疫苗施打 

    每個人身體狀況不同，可以與醫師討論是否接受

流感疫苗、肺炎鏈球菌等疫苗施打，避免進一步呼吸

道的傷害。 

 

 

 

 

 



(五)減少生活環境中(如，水、土壤等)，可能會接觸

非結核分枝桿菌的機會 

1. 飲用水建議熱水煮沸時間至少 10 分鐘。 

2. 園藝或土壤進行灑水時配戴口罩。 

3. 提高衛浴間排風效果。 

    4.定期對蓮蓬頭進行清洗消毒；使用大孔蓮蓬頭， 

    減少霧氣形成。 

七、總結 

    應定期就醫及追蹤，有治療上疑問應與醫師討

論；並學習咳痰技巧，呼吸運動，清除痰液有助於減

少肺部及氣管的感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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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我們來進行測驗，以確認您已充分了解 

1. 分枝桿菌可分結核菌群、非結核分枝桿菌、痲瘋分 

枝桿菌。 

  ○是  ○否  ○不知道 

2. 非結核分枝桿菌不具傳染性，不會有人傳人現象。 

○是  ○否  ○不知道 

3. 非結核分枝桿菌感染肺部，長期慢性發炎的影響

下，肺部在咳嗽刺激下會有咳血情形，不須在意咳

血量。 

○是  ○否  ○不知道 

4.運用咳嗽技巧、提高喝水量、以及搭配呼吸運動及

拍痰技巧，清除支氣管中的黏液，減少黏液淤積導

致支氣管發炎反應加重。 

○是  ○否  ○不知道 

5.非結核分枝桿菌感染個案，可搭配咳痰技巧及呼吸

運動、維持理想體重及避免接觸自然環境中非結核

分枝桿菌機會，來做好日常生活照顧。 

○是  ○否  ○不知道 

 


